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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年华公园路（上）》从历史、

人文多维角度，向大家讲述了“忠义

街”“杨衙街”“公园路”等路名的背后

故事。短短几百米道路凝聚历代的

瑞安名人历史，最早的起源便是汉时

蔡敬则和忠义庙，可以说当时是一条

纪念蔡敬则的英雄之路。明时，杨景

衡、杨昕和杨衙街也是人们经常谈起

的“历史传奇”。

文章中，还讲到了清时孙衣言先

开凿放生池，后建玉海楼，再建孙氏

故居的这样一个建造顺序，开启了一

座纯正的瑞安著名藏书楼与园林里

的书香历史。另外，陈虬、陈黻宸、陈

葆善、何迪启和利济医院、利济学堂，

也在搬迁工厂、修缮工程后影响深

远。

今天，笔者将继续为你介绍公园

路上的文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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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兰室千秋”，是清末瑞安书法

家池志澂题写心兰书社的楹联，芳香风雅的

建筑名字带有深远的意义。尽管心兰书社坐

落在如今公园路的西向末端，却是这条几百

米的路上建造时间最早的一座文保单位。那

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擅长书画的许启畴

带领陈虬等 20 余人“心香一瓣”捐钱、捐书、

购买田地，共建心兰书社。从此，寒门学子人

人皆可在此有书可读。心兰书社犹如深谷兰

花，在喧嚣的尘世中守护自己的那份坚持。

连续几年之内，社中有陈国桢、陈虬、陈

黻宸等 8 人蝉联科举。许启畴去世以后，陈

虬等为继承其志，在光绪十九年（1893）买地

扩充为“心兰书院”，制订章程，教读子弟，为

乡邦培养人才。这些事情，不是考证古事、做

学问的功力才得到的荣耀，陈虬在《拟广心兰

书院藏书引》有记：“吾乡南宋永嘉之学称极

盛，然皆得之师友讲肄之功，届今七百余年。

山川之气，鬰久必发，必将有慷慨闳达之材，

起而重修其学，广仆等所不逮者，于书院乎基

之。”可见，以藏书楼体系而言，此时的心兰书

社已经从单一藏书楼发展为书院藏书楼，这

种书院教育职能为当时瑞安传统文化的优良

风气和培养人才，起着重要作用。

心兰书社在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先

后作为民国政府办公场所、公信簿记学校、丝

绸厂、瑞安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食品厂及仓

库等之用。2011 年，心兰书社列入第六批浙

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历时120天的落架

整体保护抢救性修缮工程，维修费用450多万

元。2011年11月，召开修缮工程竣工专题会

议，会中要求竣工验收后进行布展，尽量真实

展现历史文化。2014 年 9 月完成布展，百年

书社再次对外向公众开放。2016 年，转由市

文广新局管理。2018 年，入选浙江省第二届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优秀案例。

利济医学堂的东边，原本还有

一座孙衣言斥资购地买田建造的

省内第一个慈善机构育婴堂，孙衣

言《逊学斋文续钞》卷三有《改建育

婴堂记》一文记录此事。2010 年

前后，育婴堂拆毁了，公园路上唯

一一座老城内的明末建筑市级文

保单位李维樾故居也在公园路上

消失了，稍微幸运一点的市级文保

单位林庆云宅移迁建在了以前育

婴堂的位置。

林庆云是位乡绅，他捐出自己

的住宅作为瓯风社的社舍。历史

上，他的这座宅子门牌号为“杨衙街

十六号”，更名为公园路后，门牌也

变为“公园路 26 号”。在这两个门

牌号中，我个人最喜欢“杨衙街十六

号”，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符号，读起

来有点神秘感。昔日场景仿佛重

现，16 位先贤在宅子里收藏书籍、

把酒执茶、吟诗作对、激烈辩论，他

们神态各异，或伏案研究，或掩卷沉

思，或侃侃而谈。不知道是否巧合，

16个人创办组织瓯风社，当时社舍

所在的林庆云宅门牌为“杨衙街十

六号”。16个人在这一座16号的宅

子里，出了 24 期《瓯风杂志》，构建

了一个瓯风社学人群体。

陈葆善宅距离陈葆善参与创

办的利济医院不过几步之遥，后院

墙外边原为河流。比孙衣言出生

晚了 46 年的陈葆善，家宅规模虽

然没有玉海楼那么大，但他仍然把

它打造成了“五脏俱全”的亦居、亦

藏书、亦刻书的多功能居所。宅中

设有私家藏书楼湫漻斋，取自于

《淮南子》里的“湫漻如秋”之意，藏

书、刻书的历史贡献不可忽视。清

光绪十年（1884），陈葆善 24 岁时，

学医于陈虬，一年后创办利济医

院。2009 年，该宅列入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登录点。与其一墙之

隔的是陈葆善儿子陈准的居所及

藏书楼抱遗堂，陈准是一位看似不

起眼、实则传承了家风文脉的才

子，设立仿古印刷所，为民国时期

的瑞安传统藏书业带来了先进的

技术。同时，抱遗堂也是瓯风社社

刊《瓯风杂志》的售书处，即“杨衙

街五号”。

清光绪元年（1875），心怀家国

情怀的能臣孙衣言担任湖北布政

使期间，选择了杨衙街宋都桥西南

边的太平石营建他的新居、祠堂、

诒善祠塾等。聘请祠塾经师、蒙师

各一人，教育各房子弟与外族之

人，乡绅张棡、剧作家洪炳文、儒士

林骏都曾是诒善祠塾的塾师。塾

内订立《塾规十二则》《诒善祠塾课

约十则》《训蒙教法七则》，还开辟

藏书室，备有各类藏书五六千册。

同时，孙衣言在祠塾内进行他的

“复兴永嘉学派”大志，辑印《永嘉

丛书》等地方文献。诒善祠塾落成

四年后，孙衣言有引退之意，以病

重不能担任太仆寺卿一职返回瑞

安。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52

岁的孙诒让在这座祠塾里又成立

了瑞安天算学社，约有社员十余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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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路上还有宋都桥、矮凳

桥、塔桥、塔儿头塔⋯⋯太多的前

世痕迹，深入到了老百姓心中的记

忆，它的政治、文化、经济气息，是

瑞安千年古县当中不可替代的“历

史隧道”。我还记得，公园路的两

边还栽有法国梧桐树，每排树与树

之间大约 3 米间隔，每当秋天落叶

缤纷，便是整座瑞安城一年之中最

具浪漫季节的道路。河流、街路、

古建筑、树和人均在不经意间的变

化 中 成 了 历 史 。 前 世 万 般 皆 已

往，如今，“忠义街”牌坊已立在公

园路路口，集结玉海楼、利济医学

堂、心兰书社、林庆云宅、陈葆善宅

等多处各级文保单位和文物点的

历史文化创意街区提升工程，新建

了非遗馆、文化创意工坊，临街店

铺立面、路砖、巷弄新添清末、民国

的多元风格及孙诒让引进人力车

的铜像街景，这些尘封的文化记忆

激活经历百死一生的公园路。千

年不变的瑞安古县称号，千年繁

华，百年复兴，用尽种种，引导老百

姓敬畏历史，在漫步与品赏文化遗

产中寻找自我的生活方式，达到文

化遗产与公众处在一个相对平衡

的、彼此相容的空间。

我在回忆里转身望着崭新的

公园路，一路似水年华，无论你来

自城外或城内，唯有放慢脚步，静

待思绪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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